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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家教
爸爸的育儿经（十六）

异国
之鉴

父母
必读

一天晚饭后，6 岁的佳佳窝在我怀里看图
画书。 看了一会儿，她自言自语说：“粉兔兔真
好，什么都不用做，就有白菜、萝卜，还有大房
子住，真幸福。 我每天还要去上幼儿园，那么
辛苦，却什么都没有。 妈妈，我要是粉兔兔该
多好……”

女儿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小小年纪，怎么
会有这种想法？ 我赶紧翻箱倒柜找出图书的
上册，和她重温粉兔兔辛苦种地的故事：兔兔
并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好的生活。 为了冬天
能有白菜和萝卜吃， 他要每天早起到山羊爷
爷家里，一边帮着山羊爷爷锄草施肥，一边学
习怎样种好菜……

还没等我把故事讲完， 佳佳就挣开我的
怀抱说，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了。 说教计划落
空了，这让我有点沮丧。 周末，我得上街为单

位发宣传册，想想佳佳的情况，我决定带她一
起派单。

刚开始佳佳有些胆怯，赶路的人那么多，没
有几个人肯为一个入不了视线的小孩子停留。
有几次，佳佳还差点被绊倒。 我看着着急，几次
想上前把孩子带回来，最终还是忍住了。半小时
过去了，佳佳的宣传册并没发出去多少。

小家伙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 小眼眶红
红的。 怕孩子受的打击太大， 我把她叫到身
边，轻轻擦去她额上的细密汗珠，搂着她单薄
的小肩膀，对她讲，还记得书里的粉兔兔吗？
现在佳佳要继续努力， 向勤劳肯干的兔兔学
习，那样你才能收获到自己的白菜、萝卜。 宝
贝加油，妈妈相信你。

佳佳若有所思，看我说完了，小家伙重重
地点了点头。 这一回佳佳主动出击，个子矮，

她就赶着站在人家前面，递上宣传册，再甜甜
地叫一声“谢谢姐姐，谢谢阿姨”，对方见是一
个态度如此诚恳的小姑娘， 就开心地接过了
册子。

如此这般，几个来回，佳佳手里的宣传册
就分发出去了， 为了让佳佳对劳动收获有实
实在在的体验，我给了她 50 块钱，小家伙高兴
得不得了说：“有劳动才有收获， 我现在是棒
棒的粉兔兔！ 我要用这钱买水果糖，跟爸爸妈
妈一起吃。 ”

看到女儿自豪的笑脸， 一种满足感荡漾
在我心间。 我也更加明白，对孩子的教育和鼓
励，不是凭空的谈谈心、讲讲故事就能有成效
的。我们更应该身体力行，让孩子在生
活中有更加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这比
千万句空话要有用得多。

用故事激励女儿一路前行
□ 韦宁

我的女儿韦良玉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古代汉语研究所今年唯一录取的文字学
博士生， 从此孩子开始了中国古文字研究
的新里程。 女儿是一个智商并不突出的普
通女孩，在她 20 多年的成长过程中，我通
过故事引领，让孩子爱上学习，懂得为人处
事的道理。

孩子小时候，我用甲骨文的故事引领孩
子爱上认字和读书。 在孩子上学前，我就给
孩子讲了一个甲骨文的故事：清光绪二十五
年， 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得了疟疾，于
是派人去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中药店买药。药
买回来之后，王懿荣无意中发现那包药里有
一味药叫龙骨，上面刻着一些弯弯曲曲的符
号，后来经过他的考证，这些符号是新发现
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我讲完这个故事，孩
子从此爱上了认字，学前班就已经认识了数
百个汉字。

女儿在小学就已经养成了主动学习的
好习惯， 在初中学习仍然非常勤奋努力，成
绩始终保持在全年级前 10名， 并以高分考
入了唐山最好的中学———唐山一中。

唐山一中是中国百强中学，女儿在老师
高难度、大强度的教学压力下，有些吃不消
了。 最为困难的学科是物理，考试甚至不及
格，班级名次也从第 1名滑落到 20多名。最
为要紧的是孩子对学习丧失了信心，不再积
极努力了。 看到她心灰气馁的样子，我急在
心头，思考对策。

我又想到了故事励志法。我的学生小刘
从小生活在农村的贫困家庭， 学习资源贫
乏，高考的时候勉强考入了我任职的河北能
源学院。 小刘不甘于命运的安排，通过自身
努力，他顺利完成专升本，后来又考上研究
生，现在是我国一家知名公司的副总。

用这个故事，我引导孩子重新思考人生
的道路：只要你不丧失信念和努力，发挥自
己文科好的优势，找准定位，也会在唐山一
中取得学业成功。 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改
学文科。果然，女儿不负期盼，在唐山一中很
快冲到文科生的前 3 名，2009 年高考时，顺
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这为女儿今天
进入古代汉语研究领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女儿在成功考入大学后， 就渐渐松懈

下来，学习成绩日渐下滑。 这时，我引用了
奥巴马曾经给学生们做过的一场精彩演讲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来启发她的雄心壮
志。“学习不仅仅对于你们个人的未来有重
要意义，你们学习的好坏也会对这个国家、
乃至世界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你们需
要在数理科学课程上学习知识和技能，去
治疗癌症、艾滋那样的疾病，解决我们面临
的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 你们需要在历史
社科课程上培养出观察力与判断力， 来降
低和消除无家可归、贫困、犯罪问题的发生
率和各种歧视。 ”

在我的故事引领下， 孩子再次树立了
“要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事业作贡献” 的远
大理想。她学习更加刻苦，早出晚归，泡在图
书馆用心研读；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科研创
新活动，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在本科 4 年
中，她不仅学业一直保持优秀，还发表了 6
篇学术论文。 2012年，女儿被保送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攻读文字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还当选了班长。 辛勤汗水没有白流，这为她
今天能够考取博士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近， 很多家长都在看一篇
文章《没有人会告诉你，你的孩子
没礼貌》，文中说到：前几天参加
了一个婚宴， 婚宴的桌上有一个
孩子，那孩子很没有礼貌，把转盘
转得忽悠忽悠的。 一席下来，家长
没有阻止自己的孩子， 大家因为
不熟悉也没有阻止。 但是在家长
带孩子去上厕所的时候， 所有人
都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

在中国，没有谁会告诉你，你
家孩子没有礼貌。 ———我们把这
种“不说”当成了一种礼貌，礼仪
之邦的俗语是“老婆是别人的好，
孩子是自己的好”，所以，自己的
孩子自己教。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
事———

跟一个德国朋友出去， 路过
郊区的一条小河， 看到一个小孩
在钓鱼，旁边却放着两根钓竿，德
国朋友不高兴地走过去， 问道：

“怎么有两根钓竿？ ”（德国规定钓
鱼一个人只能用一根钓竿）

小孩回答说：“跟同学一起来
的，他上洗手间了。 ”（果然不一会，上洗手间
的孩子回来了）

德国朋友继续问道：“有执照吗？ ”（德国
规定钓鱼要有执照的）

两个小孩赶紧掏出执照：“有呢，你看。 ”
“带尺子了吗？ ”德国朋友又问道（德国

规定钓鱼要有尺子，钓上来的鱼不到规定的
尺寸要放回去）

“带了带了。 ”两个孩又连忙掏出尺子
来。

“哦。 ”于是德国朋友就走开了。
一旁的我很奇怪，不知道朋友为什么要

管那么多，“那两个是你家亲戚的孩子？ ”
“不是。 ”
“你朋友的孩子？ ”
“也不是。 我不认识他们。 ”
“什么？ 不认识？ 怎么可能呢？ 那人家干

嘛要听你管教？ ”
“呵。 教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孩子是德

国的未来，我们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随时随
地进行教育。 ”德国朋友淡淡地说着。

我沉思良久，想到一个景象：走在中国
的大街上，你敢大声地喝斥那些不认识的孩
子，教他们怎样做吗？

在德国期间， 我一直思考着这样的问
题：德国社会何以文明，德国人在全球何以
受到普遍的尊重？ 通过了解和体验
德国的教育， 我们似乎找到了部分
答案。

邵阳申女士来电：儿子从小由爷爷
奶奶带， 周末才接回来跟我们一起住。
自从上小学后， 我们考虑到学习问题，
所以搬去同住。 有时我会指出祖辈教育
的不当之处， 这时儿子会对我很反感，
甚至会跟我歇斯底里地对抗。 孩子为何
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中路小学心理
教师张力：申女士，您好！ 让您苦恼的是
孩子目前面对自己的那种对抗的态度，
这让作为母亲且又深爱着孩子的您倍
感失落。 非常能够理解您。 但是您所说
的歇斯底里一般五六岁的孩子不会有。
真正的歇斯底里在心理学上是一种癔
症，属于精神疾病范畴，切勿乱给孩子
扣帽子。 据您所说，儿子从小跟随爷爷
奶奶，可知爷爷奶奶陪伴孩子的时间远
远超过您，而这种长辈的隔辈爱往往会
包溺着孩子， 他们时刻陪伴在孩子身
边， 对孩子的需求熟悉且百依百顺，这
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延迟满足”

的训练，在他的世界里，一切他的需求
必须在第一时间内满足。 所谓“延迟满
足”就是训练孩子在面对外界诱因时能
适当学会等待，这对孩子的性格引导方
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您所说，当
您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身份搬过来和孩
子一起住的时候，您的出现可能就已经
在某个层面上使孩子的满足产生滞后，
特别是当您当面阻扰时，孩子情绪就会
反映激烈。 其二，需要关注的是孩子的
情绪表达。 孩子喜欢大喊大叫，可能在
情绪表达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当心
中有不满时，只会用大喊大叫这样的方
式表达，这其实是孩子的成长中缺乏榜
样的表现，建议您以后多加注意和有针
对性地引导。 其实，我个人认为目前小
孩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您
之前一长段时间的陪伴缺失。 今后有了
您悉心的陪伴和科学地引导，孩子的成
长会更快乐！

陆嘉琪 /整理

台湾儿童福利联盟文教
基金会近日发布“2016 台湾儿
少父子关系调查报告”， 发现
台湾父子亲密程度平均约为
69分。虽然有八成四的儿童自
觉跟爸爸很亲近，但只有五成
三的儿童愿意跟爸爸说自己
的烦恼，甚至有超过三成的儿
童觉得爸爸很难沟通。

8 月 8 日是台湾的“父亲
节”， 儿福联盟特意选取小学
五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
少年儿童做此调查，有效回收
问卷共 1478份。

调查显示，台湾爸爸主要
负担的亲职项目前三名分别
为：工作赚钱、修理东西以及
带孩子去看病。 其余亲职参与
项目，由爸爸主要负担的比例
均未超过五成。 尤其一些和孩
子照顾或学习相关的亲职参
与项目， 如看孩子的联络簿、
接送孩子上下学或是安排孩

子的课后照顾等， 爸爸参与的程度都不
高。 而指导孩子的课业、参加学校的家长
日以及和老师讨论孩子的生活或学习，
主要由爸爸负担的比例甚至不到 1/4。

根据这份调查， 台湾儿童主观感受
的父子亲密感程度，平均分数有 68.9 分。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高达九成的儿童表
示喜欢和爸爸相处， 超过八成觉得和爸
爸很亲近； 有八成八的儿童认为爸爸是
很棒的， 将近八成认同爸爸是学习的榜
样。 但是，如果要跟爸爸交心，仅约五成
三愿意和爸爸说自己的烦恼， 甚至有超
过三成的儿童觉得爸爸很难沟通。

令人担心的是， 下班后的爸爸似乎
“动不起来”。 调查发现，超过六成的爸爸
甚少或甚至从未和孩子一起运动， 也只
有半数左右的爸爸会参与孩子有兴趣的
休闲活动， 或让孩子参与爸爸有兴趣的

休闲活动。 此外，更有高达八成
的爸爸偶尔或从未特别安排时
间和孩子单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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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歇斯底里对抗，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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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真正体会“有劳动才有收获”
□ 耘收


